
了凡四训读后感(大全7篇)
“读后感”的“感”是因“读”而引起的。“读”是“感”
的基础。走马观花地读，可能连原作讲的什么都没有掌握，
哪能有“感”?读得肤浅，当然也感得不深。只有读得认真，
才能有所感，并感得深刻。读后感对于我们来说是非常有帮
助的，那么我们该如何写好一篇读后感呢？以下是小编为大
家搜集的读后感范文，仅供参考，一起来看看吧

了凡四训读后感篇一

跟着学生的早读，大声的读了两遍《了凡四训》，薄薄的一
本书，大约几千字吧，内心也在发生着很大的变化，由之前
的不信、不认可，到现在越想越觉得非常有道理，国学经典，
果然名不虚传！

《了凡四训》这本书是明朝袁了凡先生所做的家训，以此训
诫它的儿子袁天启，认识命运的真相，明辨善恶的标准，改
过从善。并且以他自己改造命运的经验现身说法，在早期验
证了命数的准确性，到后来，进一步通晓了命数的由来，说
明人们完全可以改造和掌握自己的命运，自求多福的道理。

一直觉得“天命”是很神秘的东西，作为唯物主义者，不相
信真的会有一种叫做“命”的东西，而且也不相信它的神奇，
不相信所谓的“生死有命，富贵在天”。

在这本书中，袁了凡将自己一生的经历完完整整的写了出来，
淳淳告诫儿子，我就是这样把命运给改了的，你按照我说的
去做，你的命也就改了。这太震撼了！说的很简单，但是仔
细一想，把“命”改了，这不是开玩笑吗？中国人的骨子里，
始终存在一个观点：生死有命，富贵在天”。

也就是说袁了凡认为“命”是可以由自己来改变的，在天命



面前，人们并不是无能为力的，人们可以充分的发挥自己的
主观能动性，来认识命运，改变命运。

既然袁了凡也谈到，命运是可以改变的，那么“命”一定是
主观的哲学范畴，而不是客观的范畴，如果“命”是客观的，
那一定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无论你喜欢它还是讨厌它，
都是难以改变的，由此想来，尽管《了凡四训》中有很多看
似神秘的东西，但是在哲学基本问题的回答上，还是唯物主
义的。

袁了凡在告诫自己的孩子，多做善事，多积德，必有好命，
做坏事，可能当时没有恶报，但是必然会殃及子孙后人，正如
《易经》所言“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积恶之家必有余殃”，
也如佛家所云；“不是不报，时候未到”，通过修己正身，
多做善事，最终达到儒家所提倡的“修身、齐家、治国、平
天下”。

正如文中所言，要改过，我们要有三心，第一，要发耻心。
第二，要发畏心。第三，要发勇心。“具是三心，则有过斯
改，如春冰遇日，何患不消乎？然人之过，有从事上改者，
有从理上改者，有从心上改者；工夫不同，效验亦异”。

读此书，领悟精华，改变命运，自求多福！它会给我们带来
好运道，也会惠及子孙后代。

了凡四训读后感篇二

之前听同学讲解了了凡四训，大概了解了一下内容，这本书
贯穿的一个理念就是向内求，持续不断的做好事，可以改变
自己的命运，我当时听了同学的讲述心里觉得太神奇，我立
刻下单买了这本书。

本书从四个方面，阐述作者的观点:1.立命之学，听命但不放
弃自己，帮助别人，莫问前程，自己多努力，不要把命运定



在别人手里。教育孩子，每天都要不断反省自己，反复思考，
尽力去做践行，行动大于一切，先完成再完美。

改过之法，一个人活着，要有三心，有羞耻心，进畏之后，
勇猛的心，做任何事情都要心静，坚持不懈的努力精进，发
奋图强，改过自身，努力向上生长。

积善之方，我们在日常生活中，尽量做到成人达己，与人为
善，成人之美，舍得付出，爱惜物命，看到别人做好事，就
应该去鼓励，遇到困难，不要抱怨，转变思路，除去自己的
执念。正心正念去做每一件事，不求改变他人，只求心安理
得。

谦德之效，谦虚使人进步，骄傲使人家落后，我们做任何事
情都要想着利他，努力向身边优秀的人学习，必将可以改变
自己的一生。

通过自己的努力，改变自己的生活，每天都做冥想，让自己
处于一种正面的心态，提升自己的心智，让自己过的更快乐！

了凡四训读后感篇三

命运，在几百年前的人看来，只能在它身下颤栗，却从未想
过去扼住他的咽喉。然而，当时真的有一位“逆天改命”的
人。更重要的是，他成功了。

他，便是袁了凡。在他很小的时候，就被人算定命数。刚开
始他还有动摇，而后来直接放弃了挣扎，让一切以“预定”
好的程序进行。后来，他在南京的国子监读书时，遇到云谷
禅师的点化，端正了心态。此后，他多行善事，严于律己，
最终也打破了命运的牢笼。

这就是书中第一训的内容。在接下来的三训中，了凡告诫子
孙要谦虚谨慎、“虚己待人”，举了许多实例并现身说



法——总而言之，便是告诫自己的子孙要行善积德。

书中杂合了当时的释、儒、道等思想，也被后来许多人当做
教子的首选之书。不过书中提倡行善的目的是能“积
德”——也就是你的未来或你后代的利益。这本身就失去了
行善最初的含义——让社会变得更和谐，更稳定。但是
在“人心不古”的明、清两代，这些观念也只能套上利益的
外衣，力求能达到之前的效果。

在现代心理学的研究中，人们发现：如果一个人对未来会有
一种预见性的想法，也就是自我预言。那么这个人的行为就
趋向于这种想法产生的结果。这也是宗教中布道者常用的方
法，让你产生自我预言，增强对那个宗教的虔诚性——无论
是什么宗教，无论在哪个地方。这也是迷信思想根深蒂固的
原因。

但是，了凡敢于向当时认为几乎不可动摇的“命运”发起挑
战，冲破命运的束缚。这本来就是精神可嘉的。只不过他的
著作在时代思想的影响下，会略带有迷信色彩。

而我们在阅读这一类书籍时，要“取其精华，去其糟粕”，
就回有所收获。

了凡四训读后感篇四

《了凡四训》总共分为四个部分，立命之学，改过之法，积
善之方，谦德之效。

立命之学，作者用讲故事的方式，讲了自己小时候被算命先
生算命，算到作者一辈子的造化。这个观点我是不认同的，
我一直对算命这个说法很反感。后来云谷禅师传授的改变自
己命运的道理，就是多行善。行善无大小，只要有心，处处
可行善。



改过之法，要有羞耻心，敬畏心，勇猛心。真正能达到这样
思想境界，如此彻底的人又有多少。许多人知道自己有过，
往往抱着侥幸心理，或者想着这次做了，下次就不再做。或
者知道有过，迟迟没有付诸行动。我想，只要觉察到自己有
过，哪怕没有像作者说的那样勇猛彻底到位，只要每天每次
改一点点也是好的。

积善之方，指做善事的各种方法方式。作者讲到了真善和假
善之分。善的偏、正，半、满，大、小之分。真善和假善，
有时很难区分。行善时需要对善事仔细考察分析，才能分辨。
我回顾自己的助人，有些表面上是帮助他人，但结果反而是
使他的结果更坏。常人很难分辨。以后做善事，多留一份心，
多觉察。

顺其自然地帮助别人，大概有十种：1、与人为善2、爱敬存
心3、成人之美4、劝人为善5、救人危急6、兴建大利7、舍财
作福8、护持正法9、敬重尊长10、爱惜物命。

其中与人为善，感触比较深。与我家先生相处十几年，受他
最大的影响就是与人为善。认识他之前，我看到的别人，大
多是怀疑，不信任，带着敌意。觉得别人都是不友善的。

记得十年前的某天晚上，我们的汽车在路上被人追尾，对方
司机是个满身酒味的五十多岁男人和他的妻子，我感觉自己
的车无缘无故被人追尾，仗着得理对对方夫妻一通指责抱怨
发脾气，而我的先生却是温和的教对方如何打保险公司电话，
如何打交警电话等等一些安全注意事项，当时的我是不理解
的。最后在交通事故处理完，对方妻子说：“看在你老公的
份上，要怎么赔偿我们都会配合，如果是你，我们就不赔你。
因为我先生的行为，让后续理赔的事情顺畅许多。我自惭形
秽。

谦德之效。谦虚使人进步。



了凡四训读后感篇五

这两天在看一本书《了凡四训》，虽未读完，深有感触，受
益良多。好的东西，想和身边亲近的朋友，同共受益。我建
议两件事情，您如果愿意的话，可以试着去做一下。能做到
的话，您可以尝试去坚持一下。能坚持一段时间，您可以尝
试坚持下去，坚持更长的时间。如果您做到了，您的孩子也
会受益匪浅，乃致终身。

一是节约粮食。

二是不吃有恩于人的动物，戒一种肉。比如狗肉、牛肉、羊
肉。

人的样样种种，都是从天地自然索取而来，而无一回报。谷
物粮食乃天地自然，给予人得以生存的恩赐。我之浅见，珍
惜粮食，就是我们可以做到的，对自然的回报。而对食物的
浪费，其实是生活中最容易发生的小过失，但也是最容易改
善的事情，一日三餐稍加留意，就可以让这种损耗福报的小
过失，成为累积福德的善举。狗、牛、羊，戒一种肉。全素
艰难，戒一种肉是易行、能行之善。 每一个生命都爱惜自己
的生命，动物虽死，但被杀的怨恨不死，食其肉，如食其怨。
食之愈多，身体内存在怨恨、毒素愈多，最终会使自身的健
康受到损害。

了凡先生自幼家贫，与寡母相依。少年时遇一老者为其算命，
五十三岁终，无子。中年时遇一禅师，禅师说：只有平凡庸
碌的人，才会被生命定数拘束而无法超越。极善之人，福德
随其行善而日增。所以命数不定。极恶之人，原本可能有的
福德反而随其行恶而曰趋折损，所以命数也不定。了凡先生
之前的人生一一如老者所言，丝毫不差。听了禅师之语后，
发愿做善事三千件，三千件完后，复又发愿三千件、一万件。
如此力行向善，命运得改，安然度过五十三岁，并得一子。
在六十九岁写下此书以警示儿子，如何掌握自己的命运。



如何掌握自己的命运，如何趋吉避凶，让不好的事情远离自
己，就是从身边的小善累积起来而获得的。这是就是我所得
到的益处。午饭时让儿子吃完粒米，不剩丝毫。随后儿子上
学了，便萌生此念，是不是应该劝告身边亲近的人，而写此
信，如有冒犯请您谅解。

愿我的朋友健康平安。

了凡四训读后感篇六

人生在世，就要在修的问道方面有所成就，如果想做一个有
益于世，顶天立地的人，就必然在立命，改过，积德和培养
谦德四个方面下功夫。《了凡四训》里就强调了人的命运完
全可以自己掌握，一生的成败完全取决于自身所作所为，正
所谓其中的“命自我作，福自己求”。

《了凡四训》虽然篇幅不多，但寓意内涵十分深刻，它结合
了儒释道三家思想，展现出了真善美的中华传统文化。通
过“立命之学”、“改过之法”、“积善之方”、“谦德之
孝”四个篇章，论证了“种瓜得瓜，善有善报，积极进取，
有愿皆成”之理。

它平实而无虚华，深奥而不迷信，有很强的感染力与说服力，
流传至今。

当我读完《了凡四训》后，也明白了许多道理，也发现了自
己的许多幸福，说法，和做法都有些不正确。

当我们到达一个层次，就会发现命运无时不刻地在注视着我
们，监督的我们，而我们却无法看见它，感受它的存在。但
我们只要一心向善，行得正，坐得端，做得直，为自己积功
累行，才能让我们的生活更加美满幸福。

我们如果想要趋吉避凶，纳福而免祸，且不说行善，首先要



能改正过错。改正过错，须发三心——耻心，畏心与勇心，
具备了这三心，则有过即可改，正如春天的冰雪遇到了阳光，
难道还要担心它不消散吗？“过由心造，亦由心改，如斩毒
树，直断其根，奚必枝枝而伐，叶叶而摘哉？”

当我做到了改过，就要学会行善，而善图恶的区别就在于善
是一心为别人着想，而恶事只为自己的利益着想。

这些，就正所谓“由此观之，举头三尺，决有神明，趋吉避
凶，断然自我。”

现在社会这个大染缸是许多人迷失了方向，人们的妄想，欲
望不仅没有被控制住，而且还在一天天膨胀！他们胡作妄为，
还以为不会有报应，真是自欺欺人！人们要早日回头，千万
不要等到恶报降临的才悔悟，到时候那真是欲哭无泪啊！

了凡四训读后感篇七

最后部分，了凡讲述五则身边同僚事例告诉儿子追求功名等
志向须“念念谦虚，尘尘方便”，即持有谦恭之德。

《易》中讲：“天道亏盈而益谦，地道变盈而流谦，鬼神害
盈而福谦，人道恶盈而好谦。”我们也知道“满招损，谦受
益。”

为什么谦德这么重要？谦虚恭敬是要发自内心。古人在观察
自然规律的时候发现，月满即亏，水满则溢……这些自然现
象，因此在《易》中就形成了以阴阳变化的观点来看待世界，
这是一种认知观。事物发展了一定程度，就会向相对面去变
化。同理，对于人而言，当觉得自满自大的时候，实则就是
衰，弱的开始。因此古人所喜的.状态是半满未满的状态，因
为永远可以再加一点；而非盛极的状态。

谦虚的品德可使人永远可以进步。



今日读此书，诚心改变些过错。回顾过去，对照先贤，实乃
瓦裂之身，愧疚难当。写这些话其实并不是想要那些世俗的
东西，只是希望能够去除今日这般焦虑与担忧，获得一份平
淡的幸福感。


